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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百兆瓦柔性

钙钛矿组件生产基地

落地海沧
放眼全球，新能源与新材料产业快速

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近日，海沧区人民政府、厦门自贸试验

区与大正微纳三方签署柔性钙钛矿薄膜太

阳能电池生产制造项目合作协议，将全球

第一个百兆瓦柔性（轻质化）钙钛矿组件生

产基地项目落地厦门海沧。

一座工厂想要更省电，直接在厂房墙

壁竖面贴上柔性钙钛矿电池就能实现；一

张 A4 纸大小的柔性钙钛矿电池，在灯光照

射下就能为手机快速充电……柔性钙钛矿

电池应用前景广阔。

值得一提的是，大正微纳首席科学家、

特聘顾问宫坂力教授是全球首位制备出真

正意义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知名专家，并

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提名，被称为“钙钛矿

之父”。他 7 月中旬亲访厦门，见证全球首

条一百兆瓦大规模柔性钙钛矿量产线落地

海沧。 （林岑 来源：厦门日报）

上半年厦门外贸进出口

增长 8.4%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厦门市外贸

进出口 4800 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进

口 2567.1 亿元，同比增长 18.2%。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厦门市最大外

贸主体，上半年进出口 2122.9 亿元，同比增

长 26.2%，占同期厦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4.2%。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占 35.5%；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 20.2%。

在主要贸易产品方面，出口以机电产

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上半年，厦门市

出口机电产品 1103.5 亿元，占同期厦门市

外贸出口总值的 49.4%；出口劳动密集型产

品 572.5 亿元，占 25.6%。进口则以金属矿

砂、农产品和机电产品为主。上半年，厦门

市进口金属矿砂 542 亿元，占同期厦门市

外贸进口总值的 21.1%。

上半年，厦门市对东盟进出口 854.6 亿

元，占同期厦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17.8%；

对欧盟进出口 675.1 亿元，占 14.1%；对美国

进出口 561.1 亿元，占 11.7%。

（廖丽萍 来源：福建日报）

厦门暑期档

票房达 7730 万元
盛夏七月，走进影院吹着空调，喝着冷

饮，看一部精彩的电影，成为不少人的不二

之选。

随着《消失的她》《长安三万里》《八角

笼中》等影片的持续走热，观众们的观影激

情被成功点燃，暑期档持续升温。7 月 16

日，长达 92 天的 2023 年暑期档正式过半，

上半程累计票房达到 88 亿元，创下中国影

史票房纪录。

厦门电影市场同样一派火热。截至 7

月 19 日 20 时，据灯塔专业版显示，厦门

2023 暑期档票房达 7730.47 万元，观影人次

189.9 万。数据显示，暑期档期间，厦门市民

最喜欢去万达影城 SM 广场店、万象影城

厦门万象城店、万达影城湖里万达店 3 家

影院，《消失的她》《八角笼中》《长安三万

里》则是最受市民喜爱的三部电影。

接下来，还有《封神第一部》《热烈》等

多部新片上映，市场热度也将持续攀升。

暑期档上半程的出色表现让业内倍感喜

悦，据业内人士预测，整个暑期档票房有

望超过 150 亿元。

（柯小娇 来源：海西晨报）

近日，厦门本地新材料行

业头部企业———厦门长塑实

业有限公司对外宣布，拟在厦

门投建数条世界先进的新能

源膜材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

超薄型电容膜和复合集流体

基膜。项目将分期建设，一期

预计总投资约 5亿元。

据了解，厦门长塑此次瞄

准的超薄型电容膜和复合集

流体基膜，是颇具潜力的新能

源材料之一。超薄型电容膜具

有耐高温、耐电压性强、低介

电损耗、自愈性强等优势，是

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及风

力发电等领域的核心关键材

料。复合集流体基膜则应用于

铜箔复合集流体，可赋予其具

备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低

成本等优势，未来复合集流体

有望在动力电池、储能电池、

消费电池等领域得到大规模

使用。

对于此次投资，厦门长塑

母公司中仑新材董事长杨清

金表示：“中国新能源产业拥

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厦门聚集

了中创新航、海辰储能等一批

新能源龙头企业，为中仑新材

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企业将在新能源材料的关键

技术领域投入更多精力，为厦

门乃至全国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助力。”

为扩大产能谋求更大发

展，近期多家厦企均有新的投

资动作。

除了厦门长塑，近期，厦

门有两家知名企业也有投建

新项目的动作。不久前，厦门

碳飞复材制品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碳飞复材厂房及配套

工程”项目顺利开工建设。据

悉，该项目位于同翔高新城同

安片区，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基地、

研发中心、行政办公楼及配套

的餐厅和宿舍楼。项目集研

发、中试及规模化制造于一

体，计划引进全工艺流程自动

化产线，打造综合型碳纤维复

材制品及装备基地，预计于

2025 年 3月竣工。

厦门碳飞复材母公司鸿

基伟业董事长王梦君说，公司

近年来发挥技术储备优势，推

动产品往高品质、低能耗方向

升级换代，并以自动化提升精

益制造能力。此次开工的新项

目将满足公司产线升级、产能

扩充等发展需求。

另外，厦门嘉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投建的嘉戎技术工

业中心项目也于近日开工。嘉

戎技术工业中心项目位于同

翔高新城，总建筑面积约 8.8

万平方米，包括 1 栋研发中心

大楼、1 栋公寓大楼、2 栋工业

厂房等，计划落地高性能膜材

料与组件研发制造、高端环保

装备制造等项目。嘉戎技术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把项目打造

成国际化的工业创新中心，持

续输出高性能膜技术、高端环

保装备等新技术、新产品。

（叶子申来源：海西晨报）

厦门长塑具有先进的研发创新实力

外资集体看多中国：

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超预期

7 月 17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中国经济数

据，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93034 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5%。

此前，多家外资机构发布 2023 年下半年经济及投资

展望，对中国宏观经济、通胀和资产进行研判。瑞银认

为，作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稳

健，消费复苏将会继续推进。德意志银行预计 2023 年中

国经济增速可达 6%，2024 年经济增速可达 6.1%，高于市

场预期。威灵顿投资管理则乐观地表示，中国复苏有望

推动亚洲在今、明两年实现世界范围内最强劲的增长。

消费推动经济稳健复苏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

资总监及宏观经济主管胡一

帆认为，中国经济整体仍在继

续复苏，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在

5%-5.5%之间。这略高于该机

构在 2022 年年底的预测值。

她说：“经过二季度调整后，中

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会更为

稳健。”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3 年 6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

点，但仍然低于临界点。而同

期非制造业 PMI 为 53.2%，环

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不过依

然高于临界点，保持了年初至

今的扩张态势。

威灵顿投资管理宏观策

略师桑提亚戈·米兰表示，自

2022 年年底以来，中国服务

业先于制造业恢复了上升势

头，并呈现出较大的增长空

间；从中期来看，经济主导行

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将是自

然趋势。

瑞银的胡一帆指出，上半

年服务业的反弹非常强劲，无

论是出行、酒店还是餐饮，都

已经出现了大幅度复苏，且这

些行业的表现基本上回到了

2019 年水平，有望在下半年继

续保持复苏的态势。

其次，汽车行业的表现非

常抢眼。胡一帆称，对新能源

车需求的延续、各地维持相关

补贴政策和传统车大幅降价、

去库存助推了上半年的汽车

零售，下半年也可对该领域的

增长保持期待。

胡一帆还强调，下半年一

些产品的消费也会慢慢恢复，

有望使全年消费增速达到 8%

左右。

德银的看法更加积极。

德银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

奕表示，尽管中国近期经济

活动较为疲软，但部分关键

增长动力有望在 2023 年下

半年开始发力，加快经济复

苏。

熊奕及其团队同样看好

消费复苏，并指出劳动力市场

的持续改善将是提振消费支

出的关键。

“当前劳动力市场复苏缓

慢，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需短

期内出现错配。一方面，年初

以来，劳动力供给激增；但与

此同时，企业暂未大规模重启

扩招计划，”熊奕表示，“供需

错配的情况在未来几个季度

有望改善。随着劳动力市场逐

渐改善，工资上涨，消费者信

心有望增强，居民储蓄率也将

回归到正常水平。”

德银还预测中国经济或

将在 2023 年第三、四季度出

现连续反弹，环比增速有望达

到 1.6%。

期待更多支持性政策出台
瑞银、德银和威灵顿投资

管理都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

尚处于低位，这为后续的货币

政策打开了空间。

威灵顿投资管理的米兰

称，中国经济积极的一面在

于，通胀在未来 12 至 18 个月

内不太可能成为问题。货币政

策基本上保持稳健，央行资产

负债表没有扩张，名义利率也

高于通胀率。

瑞银预计，基于 2022 年

的低基数，中国下半年通胀可

能会上升到 1%左右，2023 年

全年也有望保持在一个比较

低的水平。7 月 10 日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6 月

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

年上涨 0.7%。

胡一帆表示，相较于其他

国家，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刺激

政策是冷静且克制的，因此在

经济反弹后预计不会有大规

模的刺激措施出台。

货币政策方面，瑞银认

为支持性政策有望延续，但不

会“大水泛滥”，预计下半年有

一到两次降准，每次 20-50 个

基点；MLF 利率可能会在第

三、四季度分别下调 10 个基

点。

财政政策方面，瑞银对中

国是否会直接从需求端进行

刺激表达了关注，例如发行特

别国债和消费券等。

德银则认为中国有望出

台更多宏观支持政策，且或将

以涵盖货币、财政和房地产政

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的形

式出现。

从 2023 年 6 月起，刺激

绿色智能家电及汽车消费政

策出台，对地方政府借贷限制

的暂时性放宽表明，财政政策

仍将是重中之重。德银指出，

2023 年前四个月，中国政府预

算收入增长了 12%，因而有空

间加快财政支出以促进消费

和投资。

德银的熊奕表示，考虑到

当前国内需求和消费者情绪

较为疲软，预计中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通胀短期内仍将保

持低位，2023 年平均值或仅为

0.7%。随着劳动力市场持续向

好，消费支出持续增加，预计

通胀率将从 2023 年第四季度

开始上升，并在 2024 年中期

达到 2.5%。

（林一丹 来源：《财经》）


